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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甚麼要收集收據

• 了解學生的支援需要(ASSESS)
• 檢視學校的發展需要(ASSESS)
• 訂定學校政策 (PLAN)
• 訂定學生支援計劃 (PLAN) 
• 監察措拖的推行 (DO)
• 檢討支援的成效(REVIEW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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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驗與反思

向老師收集數據

向家長收集數據

收集有關學生表現的數據

目的：向不同持份者收數據，加強關注，數據互為印證 3



互動時刻：你會向教師收集哪些質性與量性的數據？

質性：

•口頭評語

請於聊天室輸入你的回答。

量性：

•測考成績

•出席記錄

•行為記錄

•問卷調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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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老師收集數據

目的

● 要從不同教師身上得知學生的進展
班主任：學生背景、行為情緒、社交情況等
科任老師：課堂表現、學習進度等

● 必須與同事先有共識(要注意的事項、何謂有進步等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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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別年終檢討表(量性)
● 填寫者：最熟悉該部份的老師 (班主任等) 

/ 統整數名相關老師的意見

● 分析要收集甚麼數據，可由誰收集

● 將問卷分成不同部份，以評估學生進展

● 宜將須觀察的事項在學年初預先告知班

主任及科任老師，讓老師特別留意學生

相關情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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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別考試安排的成效 (量性)

• 填寫者：監考老師

• 供予監考老師觀察學生考試表現，
並作記錄

• 了解「應試態度」、「專注程
度」、「停筆時間」、「加時後
的作答範圍」等

• 因應觀察所得，試後按需要個別
跟進學生的情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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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行功能計劃記錄表

•填寫者：老師、家長、學生

•目的：了解學生有關學習、
情緒和行為表現的頻次。

•資料來源：教育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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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初中學生讀寫困難行為量表

•填寫者：老師
•目的：了解學生有關讀寫的困
難，按需要轉介教育心理學家

•資料來源：香港特殊學習困難
研究小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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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動時刻：你會向家長收集哪些質性與量性的數據？

質性：

•口頭評語﹙通訊程式
/電話通訊﹚

•訪談

請於聊天室輸入你的回答。

量性：

•行為頻次﹙通訊程式
/電話通訊﹚

•問卷調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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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形式：紙本，以信封交給學生，再轉交給家長
● 適合比較敏感的個人資料
● 缺點：往來比較花時間
● 小貼士：與電話/短訊配合，相得益彰

比較不同收集數據的形式

1. 家長問卷調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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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電子問卷

● 形式：以網上形式發放予家長/同事
(Google Form)

● 適用於疫情停課/網課期間
● 以WhatsApp/Email/短訊提示
● 優點：省卻輸入收據的步驟，自動製
作分析圖表，更有效率

比較不同收集數據的形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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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電話訪談

優點 缺點

- 更能獲得有用的資訊
- 能獲得較深入的資料
- 能夠從第一身得知對方感受

- 對訪問者的能力要求較高
- 要花費不少時間

比較不同收集數據的形式

● 認識新生家長/新生
● 適用於發掘未知的問題(如家長是否有不滿)
● 懷疑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個案(了解學生成長背景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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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長電話訪談表

小貼士：先建立信任，日後更好傾

● 先有結構地問重點資訊
● 再給予家長自由表達意
見的時間

● 優點：為老師與家長有
效溝通提供框架，並作
有效記錄，以便日後跟
進聯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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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提供者：外購服務的導師
• 優點：列明學生在小組的整體表現
• 缺點：多於學期末出報告，未能按每節的學習進度作即時跟進

收集有關學生表現的數據

支援小組報告 (如: 社交小組、專注力訓練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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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方法:  由教學助理到小組進行視察，並有系統記錄學生的學習進度

改善地方

做得好的地方

掌握小組技巧
的情況

填寫者：教學助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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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師評估報告

• 填寫者：班主任及教學助理

• 優點：了解學生能否將所學的
技巧應用在日常生活及課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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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自評記錄表

• 填寫者：學生
• 優點：了解學生如何評價自己
的學習情況及想法

• 缺點:  學生未必能真正了解評
估報告的內容，而不認真填寫

• 小貼士：填寫前多加引導，用
訪談方式跟進數據異常的情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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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獎勵計劃

• 參與者：老師、學生
• 老師：就個別學生特別關注的行為表現每天做記錄
• 學生：學生評估自己的表現
• 優點：全面記錄學生各課堂的表現

結合支援項目及收集數據評估
提高老師和學生對改進行為表現的意識

• 小貼士：目標每次不宜多於三個，師生更易掌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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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行為記錄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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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A

學生獎勵計劃小冊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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視覺提示卡(貼在枱上/手冊封面)



你在收集及處理學生數據時遇到甚麼困難？
你如何解決這些困難？

• 進行收集數據前，與家長、學生、教師有足夠的溝通
• 分工合作，將聯絡工作找教學助理整理
• 靈活運用不同方式收集整理，如電子版本等
• 預先提示交回數據
• 運用訪談，以澄清一些沒有明顯立場的回應
• 適時以電話聯絡家長，代筆作答
• 收集到的客觀數據未必能反映學生的全部表現，要配合其他數據
加以補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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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結

•平衡質性與量性數據，互為補足

•從不同持分者收集數據了解學生的支援需要以及進展

•善用已有的工具

•針對學習目標有策略地篩選所收集的數據

•善用科技提升效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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